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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,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。

而首先接受新事物的往往是思想开放的年轻人 ,因

为年轻人朝气蓬勃 ,勇于创新。可是 ,在近几年的物

理教学中 ,我发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,就是学员

对新知识的回避 ,甚至排斥。

比如 ,在质点运动学这一章 ,为了让学员熟练掌

握“运动方程的建立及应用”这部分内容 ,我出了这

样一道例题 :一颗子弹从 100 米高的建筑物上以

500m/ s 的初速度竖直向上射击 ,忽略空气阻力 ,试

求 : (1) 在 10s 末、60s 末子弹的位置和速度 , (2) 子

弹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的位置及所需的时间 , (3) 落地

时的时间和速度。

此题可用中学的知识解决 ,即将此过程分为上

升和下落两个阶段分别考虑 ,也可以建立竖直方向

的坐标轴 ,在该坐标系下建立运动方程 ,由运动方程

出发求解。后者要比前者简便 ,而且不易出错。可

是几乎所有的学员都采用了第一种方法。而且在解

一些一题多解的题目中 ,如果能用中学方法解决的 ,

学员都用中学方法。

还比如 ,在振动学基础这一章 ,经常遇到一些由

运动状态确定相位的问题。例如 :一质点沿 x 轴作

简谐振动 ,振幅为 0112m ,周期为 2s ,当 t = 0 时质点

的位置在 0106m 处 ,且向 x 轴正方向运动 ,求质点

振动的运动方程。解决此题的关键是要确定初相

位。确定初相的方法有两种 :

解析法 :将 t = 0 , X0 = 0106m , A = 0112m 代入

X = Acos(ωt + <) ,得到 cos < = 1/ 2 ,即得到 < =π/ 3

或 - π/ 3 ,再由已知条件 V0 > 0 及 V0 = - Aωsin < ,得

到 sin < < 0 最后确定 <惟一的取值为 - π/ 3。

旋转矢量法 :画出 t = 0 时刻的旋转矢量图 :

　　由图知 : < = - π/ 3。

比较这两种方法 ,旋转矢量图法即直观又简便 ,

但学员大都不厌其烦地用了解析法。

从这两例中我们发现 ,一是在运用已有知识和

新知识中学员选择了运用原有的知识 ,二是对固有

思维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 ,学员更喜欢固有的思维

方式。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 ,了解了大多数学员的

想法就是 ,在他们遇到问题时 ,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

解决 ,只要能找出一种解决方法 ,结果与标准答案一

致就行。而且在寻求解决方法时 ,很自然地就把中

学的解题方法拿来运用。有的学员在解题时也想到

了新学的知识并加以运用 ,但是心里好犯疑 ,在他们

的头脑中原有的思维方式总是占主导地位 ,觉得老

办法用久了不会出错。这往往阻碍了新知识的运

用 ,忽略了创新意识的培养。就更谈不上把多种方

法进行比较 ,归纳总结出最佳解题途径和解题思路。

这必然影响到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强化。

学员的这种想法 ,究其原因一是学习的目的不

明确。认为课堂上听得懂、课后能解题就是学懂了

知识 ,学懂、会用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。长此以往就

出现了学员在某一章节还能应付一阵子 ,可一遇到

综合题目就一塌糊涂。原因之二是学习态度不端

正 ,缺乏钻研精神。学习光靠别人教 ,很难有长进 ,

有许多东西要靠自己反复实践、钻研。原因之三是

受挫能力差 ,对困难、失败有畏惧心理。新事物给人

们带来新希望 ,只有大胆尝试的人才能看到这种希

望。接受和运用新知识、新方法总不会一帆风顺 ,难

免出错 ,如果是因为怕出错而不去接受 ,那么他的知

识将会越来越贫乏 ,思维也会越来越封闭、狭窄。

在学习上让学员大胆、主动接受新事物要靠教

员的正确引导。鼓励学员积极思考 ,大胆表明自己

的想法 ,甚至鼓励学员敢于出错 ,过于谨小慎微只能

使思路更狭窄。教员在留作业时要精心设计一题多

解的题目。A 的标准不再是字迹工整、步骤规范、结

果准确 ,而应是思路清晰 ,方法多样 ,能提出疑问的

解题思路。在学习中培养学员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意

识应该从鼓励学员勇于接受新事物做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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